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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八無量聲聞菩薩、二十九阿鞞跋致、三十發願與諸上善人俱會一處 

 

二十八無量聲聞菩薩 

1.無量聲聞 

(1)羅什大師譯「無量無邊聲聞弟子」，玄奘大師譯為「無量壽佛，常有無

量聲聞弟子，一切皆是大阿羅漢，具足種種微妙功德，其量無邊」。 

(2)由玄奘大師譯本中表示，這些聲聞是具足種種功德，又稱阿羅漢，我

們由觀經九品中得知，往生西方的有情眾生，花開之後，聞眾音聲說法，

或觀世音菩薩為其說法，有證須陀洹初果，有證阿羅漢四果，但是他們

証果後，沒有入偏空涅槃，而是仍身在極樂，受用極樂淨土的無量不可

思議功德，聽無量的菩薩說法，也看著一批批被接引來的帶業凡夫，也

隨著聽天樂，持花供佛，故自然回小向大，先圓滿心願修完聲聞，未來

一定再往「一生補處菩薩位」修去。 

(3)另外在臨終接引時，羅什大師譯為「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」，玄

奘大師譯的是「無量壽佛與其無量聲聞弟子，菩薩眾俱，前後圍繞來住

其前」，因而知道，在淨土的無量聲聞弟子，在阿彌陀佛來接引眾生時，

也會跟著佛菩薩一起來與大眾結緣，也在時時修學無上菩提之法。 

2.無量菩薩 

(1)玄奘大師譯「常有無量菩薩弟子」一切皆是一生所繫，具足種種微妙

功德」，而羅什大師翻譯「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，其中多有一生補處」，

在段落上稍有不同，但凡往生的人一定會到「一生補處」，此文是表示

在極樂世界淨佛土中，等覺菩薩非常多，修行到圓教初住位，算是法身

大士了，經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，共 40個位次全修完了，第四

十一位次就是「一生所繫」的等覺菩薩位，再上一個位次就圓滿成佛了。 

(2)我們熟悉的等覺菩薩，有觀世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、地藏菩薩、普賢、

文殊、彌勒等菩薩，都是一生補處的菩薩。 



2 

二十九 眾生生者皆阿鞞跋致 

1.阿鞞跋致是不退的意思。 

2.由於沒有確切的位次，如天台的初信、十信類似之位次來形容，因此歷

代祖師就依正式的修行位次，來說明是什麼「不退」。 

3.通常用「三不退」來解釋，第一是「位不退」，此位次就是我們在三十

七道品中提到的藏教「初果位」，此位次因斷了見惑，不會再退到六道

輪迴中，故配合阿鞞跋致說法，選此位次叫「位不退」，依天台四教，

同是斷見惑的尚有通教的「見地位」，別教的「初住位」及圓教的「初

信位」。 

4.第二是「行不退」，此位次以圓教來說明，前面的初信位已證到「位不

退」，再往上修，二信、三信……到「七信位」，思惑也斷了，這位次以

藏、通二教來說，已修到頂了，不再往上修了，但圓教修行者，知道見

思惑斷後，尚要圓斷塵沙惑及無明惑，因此在八、九、十信位，努力修

行斷「塵沙惑」，由於此惑主要是為廣度無量眾生，需要修無量法門，

現在修到十信位，塵沙惑已斷，表示度眾生的行願不會再退了，故用「行

不退」來表示，即不會退失度眾生之行願。 

5.第三是「念不退」，此位次以圓教來說是「初住位」，別教是「初地位」，

此位次是圓破一品無明惑，證一分法身，正式跨入「實報莊嚴土」，念

念流入薩婆若海，已具有分身法界，示現八相成道度眾生的能力，意義

非凡，故稱「念不退」。在我們初學佛時，若能對「菩提覺性」「法性」

有一點點的認知與理解，就會對佛法的「不生不滅」、「無生而生」的廣

大不可思議的功德作用，比較能體會與接受。 

6.每個法門都有其位次，但淨土法門的行持，出現一個很難說明的狀態，

那就是「帶業往生」，它是什麼位次?比方說觀經下品下生，五逆十惡，

念佛名號，被接引往生，在蓮花中十二大劫出來後，觀世音菩薩為他說

諸法實相，除滅罪法，以當事者來說，就是十足的業障凡夫，有甚麼修

行位次?但人已在淨土，絕不會再去六道輪迴了，比我們在世間努力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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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空觀、五停心、四念處，拼了命修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，才能到「初

果」，拿到不退到六道的準畢業證書。但念佛法門，只要往生極樂下品

下生，就具備「位不退」的功德受用，此人在淨土上課聽經，旁邊坐的

同學，有的是法身大士的大菩薩，若按六道業力來論，善惡都具的是人

間，十善同類的都在欲界天，具初禪的都在初禪天，物以類聚，如今五

逆十惡之業竟，竟然受用「三不退」的功德福報，因此蕅益大師在要解

中說：「然據教道，若是凡夫則非初果，若是二乘則非菩薩，若是異生

則非同生性……躐等則成大妄」……「一切俱非，一切俱是，十方佛土

無此名相，無此階位，無此法門，非心性之極致，持名之奇勳，彌陀之

大願，何以有此?」……「嗟乎!凡夫例登補處，奇倡極談，不可測度，

華嚴所稟，卻在此經，而天下古今信少疑多，辭繁義蝕」。 

7.此段玄奘大師的譯本是「又舍利子，若諸有情生彼土者，皆不退轉，必

不復墮諸險惡趣，邊地下賤，蔑戾車中，常遊諸佛清淨國土」除了表示

任何往生的有情眾生都不退轉，也絕不會再墮惡趣(惡道）。「蔑戾車」

是指不信吠陀的野蠻人，這是印度的社會說法，是梵語翻譯過來之詞，

又指邊地卑賤種族。此段經文是說：往生之後，就常遊諸佛清淨國土，

不會再墮惡道，或是人間蠻荒貧窮下賤之地。 

8.依觀經九品的經文，往生後能遊歷十方諸佛國的，只有上三品，故本經

主張「信願持名」，一定是上品。 

9.羅什大師譯文中，往生都是不退，其中一生補處甚多，非算數所能知，

玄奘大師在前段「諸菩薩眾，一切皆是一生所繫」，總之就是很多「一

生補處」的菩薩。 

10.玄奘大師又有譯出「常遊諸佛清淨國土，殊勝行願，念念增進，決定

當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此段再次表示，往生極樂淨土的所有眾生，

一定證無上菩提，這也是十方諸佛共讚共助，也是阿彌陀佛全力接引眾

生帶業往生的大目標，只是帶業凡夫不了解本有覺性的廣大福慧，不知

十方淨土的可貴，故對「無上菩提」不甚了解，同時，在人間也只有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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乘佛法，才論及無上菩提，其他人間所有其他宗教、哲學、文學、數理

都沒有，故我們若要了解彌陀經，就要了解去淨土做什麼?修甚麼? 

三十、眾生聞者應當發願，與諸上善人俱會一處 

1.玄奘大師譯文「若諸有情聞彼西方無量寿佛清淨佛土，無量功德眾所莊

嚴，皆應發願生彼佛土。」 

2.經文中指的「無量功德」是甚麼呢?我們回到前面經文一一整理如下： 

(1)極樂世界無有眾苦，故名極樂，為淨土的功德莊嚴。 

(2)極樂世界處處有七重欄楯、七重羅網，四寶所成，有如是功德莊嚴。 

(3)極樂世界處處有七寶池、八功德水，飲已增益殊勝善根，有如是功德。 

(4)極樂世界池中有蓮花，讓往生者化生其中，有如是功德。 

(5)淨土有天樂，聽後諸惡煩惱消滅，善法增長，速證無上菩提。 

(6)淨土黃金為地，有如是功德。 

(7)淨土晝夜六時，持花供養無量壽佛，每晨持花供養十萬億佛，增長有

情無量無邊不可思議殊勝功德。 

(8)淨土眾鳥說法，三十七道品，聞已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無量功德薰修

其身，淨土有如是功德。 

(9)淨土妙風吹寶樹出妙音聲，說種種法，聞已起念佛法僧無量功德。 

(10)阿彌陀佛及人民皆無量壽，佛放無量光照十方，施作佛事，無有障礙。 

(11)淨土有無量菩薩聲聞，會隨佛一起來接引往生的眾生，有如是功德。 

(12)淨土中，往生者皆不退轉(三不退），一生補處，常遊十方佛國，證無

上菩提，淨土有如是功德莊嚴。 

(13)淨土中，與無量功德大士，同一集會，受用大乘法樂，無量行願念念

增進，速證無上菩提。 

3.以上是佛講本經時，多次講述極樂淨土有無量功德，希望聽聞的人能夠

「發願」往生。 

4.看課本 22頁，羅什大師翻譯「若有人已發願、今發願、當發願……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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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國土若已生、若今生、若當生」，同一段落，玄奘大師譯文為｢又舍利

子，若善男子或善女人，於無量壽極樂世界清淨佛土功德莊嚴，若已發

願、若當發願、若今發願，必為十方佛攝受，如說行者，一定不退轉，

一定生無量壽佛清淨佛土」，奘師譯文的意思是，若先針對佛說的「清

淨佛土的功德莊嚴」去「發願」，也是「重要行門」，發願之後，再持名

念佛，會得到十方佛攝受，一定不退轉，一定往生。 

5.課本 107頁，印光大師説：「心具眾理應萬事，豈止佛願同時而已。約

常途修持，發願當在朝暮，亦有念佛一進畢，即發願者」，也就是說在

早課、晚課之外，自己有定課念佛，念畢後也可依佛在經文中述說的功

德莊嚴，自己發願(回向）。 

6.佛在介紹完淨土的功德後，告訴眾生「眾生聞者，應當發願，願生彼國」;

到課本 15 頁羅什大師又表示「若有眾生聞是說者，應當發願生彼國

土」，再到課本 22頁經文「若有信者，應當發願，生彼國土」，這是羅

什大師譯本強調的「三次發願」。 

7.與諸上善人俱會一處 

(1)依據羅什大師的經文，「諸上善人」通常有两種說法：一是等覺菩薩，

是菩薩位次之頂，故稱「上善人」，另一種說法是：凡是往生去的，即

使是五逆十惡帶業往生的，也叫「上善」，因為一到淨土即受用「三不

退」之故。 

(2)我們看玄奘大師的譯本「若生彼土，得與如是無量功德眾所莊嚴諸大

士等同一集合」，「上善人」,指的是法身大士，按天臺位次表，法身大

士是圓教初住位，此位次已断一品無明惑，正式入實報莊嚴土，如果没

有往生彌陀淨土，憑自己多生多劫累積的福慧功德，也會生起自受用的

報土，能在一百個大千世界，示現八相成道(由兜率天下、入胎、出胎、

出家、降魔、成道、轉法輪、入涅槃）廣度眾生，故這裡的「上善人」，

透過奘師的翻譯知道是「法身大士」，是圓教初住以上的大菩薩。 

(3)聚會一處，速證無上菩提。蕅益大師在要解表示，我們的五濁惡世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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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聖同居土，有些聖人出現此界，或是為悲願而來，但灰身入涅盤後，

聖人出三界不受拘束，遊歷十方，而我們帶業仍在此濁世浮浮沉沉，苦

樂懸殊，但如今往生西方淨土，與法身大士聚會一處，聽經聞法，同遊

法界，同盡無明。 

下凡眾生,與大士同一集會，此乃教網所不能收，剎網不能例，當知吾

人大事因缘，同居一關最難透脫，(見惑、思惑非常難斷），唯極樂同居

超出十方同居之外(極樂淨土，名義上分四土，但此四土又互合，即凡

聖土合上三土）了此方能深信彌陀願力，信佛力，方能深信名號功德，

信持名，方能深信，吾人心性本不可思議也。 

(4)奘師譯文：「聚會一處」的功德作用是什麼呢? 

我們續看經文「同一集會，受用如是無量功德眾所莊嚴，清淨佛土大

乘法樂，常無退轉，無量行願，念念增進，速證無上正等菩提故」， 

是為了「速證無上菩提故」。我們再看蕅益大師在要解所述「具此深信

方能發於大願……深信發願即無上菩提，合此信願為淨土指南，由此

執持名號，乃為正行」，蕅益大師認為信願的内容，必要了解與上善人

同集會、同求無上菩提：是彌陀建立淨土的一個「遠大目標工程」。 

何謂「大乘法樂」?就是斷除了我執、法執，證入不生不滅覺性大海，

不受時空物質的限制，盡十法界遊歷渡眾生，故一旦證法身，是真正

不退轉。「無量行願」增進，如觀音菩薩三十二願、普賢十大願、地藏

菩薩「地獄不空誓不成佛」大願，皆是我們帶業凡夫要去学習去修証

的。「速證」表示此大願在淨土會加速完成。 


